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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報導 

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建置概述 
交通部公路總局資訊室主任 陳守強 

一、革命必先革心 

 世間萬象心法為上，時間倒轉回103年2月15日我在通訊群組記事本中與M3（第

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之暱稱）建置團隊共勉：「三代監理，吾黨所宗，以建良序，

以進大同，咨爾多士，為民前鋒，夙夜匪懈，理想是從，矢勤矢勇，必信必忠，一

心一德，貫徹始終」。我們的故事在此展開： 

二、找對人做對事 

 M3係由甲方交通部公路總局、乙方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、丙方迪悌資訊

於101年10月30日召開啟動會議（Kick-off）並共同籌組專案管理辦公室（Project 

Management Office, PMO），前後歷經三次組織架構調整（詳圖1）。其實沒有甲乙丙

方，只有贏的一方或輸的一方，因為我們不是「同成」就會「共敗」，這個觀念在

建置期間要一再強調。PMO資訊面由總局資訊室與各監理所資訊室主任領軍，業務

面則由各區監理所副所長層級率領業務好手參與，務必做到資訊先進技術與監理

領域知識之共冶同治，且建置期間PMO成員異動要受到嚴格控管，以確保經驗延

續。 

三、戰略高度要夠 

 為了確保M3建置方向符合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之高度與視野，本案於101年3

月13日籌組諮詢委員會，請時任行政院研考會宋副主委餘俠擔任召集人，公路總局

陳副局長茂南擔任副召集人，決標前後兩階段共邀請11位委員。PMO每週各分組要

開1次工作會議，每雙週要聯席開專案進度審查會，遇重大監理業務決策時要開高

階主管會議，逢重大爭議時或獨立驗證與確認（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, 

IV&V）無法仲裁時要開諮詢委員會議。所幸，M3自始至終並未發生履約爭議或重

大變更設計需要召開諮詢委員會來調處，倒是委員們針對資訊安全、個資保護、關

鍵績效指標（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, KPI）、上線緊急應變計畫等諸多面向，給了

許多寶貴意見，M3全都照辦。 

四、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

 鑒於M2（第二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之暱稱）自民國83年啟用，服務已近二十

年已面臨惠普（HP）主機老舊找不到零件可替換、維運契約簽訂困難、縱然買新設

備也無法安裝舊系統、系統年序採六位編碼無法過度百年、外掛系統高達29個盤根

錯節。此外，各介接機關之需求持續增加，導致風險與日俱增，且M2對於各項連

結服務並無良好監控管理機制，一旦M2重要設備故障或外機關需求超載，均可能

導致監理服務中斷。爰此PMO首要之務是先把分散在七個區監理所的31億筆監理

資料，火速全部備份到全國中心，並多次辦理異地備援演練，以防萬一在M3建置



頁 2 

 
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32 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

期間有兩個監理所同時當機，仍要確保服務不中斷。接著要縮短M3建置期程以降

低風險，決定不自建機房而把全國中心部署在政府網際服務網（Government Service 

Network - Internet Data Center, GSN-IDC）臺北東七機房、備援中心在臺中文心機房，

人車總歸戶資料放在全國中心，地域性影像資料留在各監理所，資料集中與分散策

略明確清楚，以確保M3是高效能的系統架構。 

五、先建後拆新舊並行 

 鑒於M2實在太老舊，監理資訊服務中斷之風險將隨著時間持續攀升，我們趕

緊訂出三階段上線計畫依序為緊急啟動、和平移轉、創新服務（詳圖2），並於M3

全國中心部署完成後，全面更換端末PC等設備並保持兩條路由（Route），一條連接

M2另一條連接M3，正常上班時間用M2路由與舊資料庫持續監理服務，下班與例假

日就切換到M3路由與新資料庫進行各種測試（詳圖3），透過不斷交叉比對與個案

驗證才能確認M3各項核心業務系統功能無誤。上開M2與M3並存狀況一直維持到

104年5月6日交通部正式啟用M3為止，如今M2真的可以退休了，接下來會將M2原

始資料封存於M3供日後作歷史查詢。 

六、資料釐正之魔鬼細節 

 依據統計M3至103年12月31日止共開發前端使用者介面（User Interface, UI）及

輸入資料檢核、後端資料庫（Database, DB）及商業邏輯、批次（Batch）報表程式

等約1.4萬支，資料庫資料筆數約44.3億筆，在各階段系統測試過程中，如果發現測

試結果不如預期，如何得知是程式寫錯了？還是資料本身就有錯誤而導致垃圾進

垃圾出（Garbage in, garbage out）？為了讓問題能夠真正聚焦，我們決定把資料之驗

證與釐正當成最優先任務，甲方投入大量業務人力協助乙方釐正資料，丙方則專注

於驗證M2與M3資料之一致性，最終釐正資料筆數約240萬筆，主要集中在強執、違

規、車輛、稅規費等四項應用系統（詳圖4），當資料逐漸釐正後，原本落後的程式

開發進度才趕得上來，而在所有的業務系統中以「強執系統」的開發難度最高，一

方面由於它位處「金流之末」要等其他業務系統先造好，另一方面就在其資料待釐

正者占總數72%，要攻克這座山頭的難度真的很高。 

七、系統測試三部曲 

 綜觀M3是一個服務樣態多元的龐大系統，首先要滿足監理7所30站及訓練1所2

中心超過3千位同仁使用，還要供應5都裁決與公共運輸單位、23縣市警察局及稅捐

單位、超過4萬家運輸業、5百多家汽車代檢廠、2百多家駕訓班、以及23類機關（構）

每年1億筆以上之查詢服務。此外，每年尚需完成全國超過2千萬部汽機車之汽燃費

徵收、牌照稅徵收、罰鍰與各種規費總計超過1,100億元。為了讓上開服務正確無

誤，在系統開發過程中M3作了相當完整的系統測試（詳圖5），其中尤以全國上線

演練中之仿真測試最具代表性（詳圖6），所謂「仿真」係將每週一M2全天的真實

交易台帳，於週末利用半天時間，把全部資料重新登打進M3，再逐一比較其結果

是否完全相同，且遵照諮詢委員意見訂出三種KPI：成功率99％、效能99％、信心

度80％以上，在103年6月28日第10次全國上線演練時達標，這時M3算是大致準備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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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 

八、實境測試與三級應變 

 然而，不論全國上線演練如何成功，畢竟不是真人真車的到臨服務，眼看103

年汽燃費7月份就要全面開徵，估計會有超過1千8百萬筆之交易量，老舊M2恐無法

承擔此任務，於是決定讓M3自103年7月7日起啟動實境測試。所謂「實境」其實是

全面啟用M3，而M2則在一旁待命，一旦遇到特殊個案無法用M3處理時，則切換回

M2續辦。同時，要搭配三級應變（詳圖7），所謂「三級」分別是前3天、接下來1

週、滿1個月，這時專案管理辦公室（PMO）變成總指揮中心，而參與建置的7區監

理所副所長與資訊室主任各自回到轄區擔任地區指揮官，全時參與緊急應變。上開

做法是我在公路總局救災指揮中心任職時學到的「預判、部署、預警、應變」。 

九、雲端公版之問題管理 

 前面M3既經完整測試，那麼啟動實境測試後，應該沒什麼問題吧？其實不然。

因為M3多元服務管道如超商、郵局、銀行、語音、網路、代檢廠、網銀、ATM等

是無法全面參與測試的，還有眾多外部機關之介接服務也非一開始就能100％到位。

總之M3這一端我們能掌握，但是網路另一端的連結環境，得到真正開戰時才會明

白真相，由於無法「事先偵知」全部問題，必需導入資訊服務管理（IT Service 

Management, ITSM）制度（詳圖8），建置期從103年7月7日至12月22日止，ITSM 問

題單共計2,877張已全部關閉結案。保固期自103年12月23日至104年5月5日系統正式

啟用前一天，ITSM 問題共計786張，結案率為98.01%。有人會問「問題單」有歸零

的一天嗎？我不認為會有這一天。但有問題就去面對，問題愈多就投入更多資源與

心力去解決，別無他法。所以，ITSM制度會持續推動並不斷精進。 

至於何謂「雲端公版」？在M2時代「強制執行」外掛系統7個所有3種版本，導

致資料釐正與資料庫整合產生很大問題已如前述。此外，各項批次報表的欄位數、

欄位順序、演算邏輯也出現不一致情形，導致統計業務執行困難。到了M3我主張

車同軌、書同文、統一度量衡，7所各項核心業務系統必需全國統一，公版程式由

全國中心統一派送佈版，不再讓監理所各自為政。未來任何程式修改，7所必需先

取得一致的共識，才能送交開發者據以辦理。 

十、無縫佈版與異備演練 

 目前監理12個核心業務系統及對外的監理服務網均已納入即時系統監控，由

於M3採用虛擬化「私有雲」佈局，由4台前端伺服器與14台應用處理伺服器分為兩

組（即2台前端與7台應用為一組），可以輪流切換佈版新程式，端末使用者只要登

出再重新登入IE瀏覽器便可得到新版本服務，從103年7月7日至104年5月5日共佈版

205次，更新5,091項功能，有10次緊急佈版是在上班時間，其中6次發生於實境測試

三級應變的7月份。到了10月份辦理營業車牌照稅徵收時有1次，12月是最後1次緊

急佈版。有關M3異地備援演練係在104年1月25日（星期日）辦理，假想臺北發生大

地震，全國中心東七機房設備故障，全國各監理所站連線均中斷，必需緊急切換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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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援中心臺中文心機房服務，系統恢復時間目標（Recover Time Object, RTO）訂30

分鐘、異地資料庫之資料回復時間點（Recover Point Object, RPO）訂10分鐘，演練

結果均能達標，切去切回的全部測試案件成功率達100％，至此M3才算可以信賴。 

 何謂「私有雲」？依據托比爾斯．哈沃斯（Tobias HOLLWARTH）在《向雲環

境遷移》提到，若能提供單一組織或公司或政府服務，且符合隨需自助服務、廣泛

的網路存取、資源池、快速彈性、可衡量的服務等5項特徵，則可稱為私有雲端模

式。綜觀M3，其程式開發只要7所有共識都是自助隨需，網路存取有櫃台PC、手機

APP、行動監理車、聯稽路檢行動TAB、自助無人櫃台等多元平台可供存取，資源

池容許每日4GB成長並監控其趨勢，線上佈版能在30分鐘內全國快速完成，所有「內

查外」與「外查內」的交易筆數或查詢紀錄（含成功率與效能）都即時監控，並已

授權7所資訊室於登錄後可自由進入異地備援中心從事挑檔與統計分析，故稱M3為

私有雲應該夠格。 

十一、滿分才及格的考試 

 若要問M3成功嗎？我會說還沒有失敗。我認為攀登聖母峰能全身而退已經是

萬幸，人不該自我感覺良好，高估自己的能力，低估局勢的複雜。我偶而會聽見有

人批評中華電信，而我自己與中華有兩面之緣，一次是99年與行動通訊分公司一起

推動公路防救災區域簡訊推播服務（Location Based Services, thb-LBS），另一次便是

這次與數據通信分公司共同建置M3（詳圖9）。自103年11月6日監理37個所站窗口全

日交易第1次全部成功，至104年5月5日正式啟用的前一天為止，M3總共考了91次滿

分。或許我的運氣比較好總是遇見「對的人」，數分公司交通監理處詹迪堯處長所

領導的乙方團隊、丙方迪悌資訊洪文昌顧問所領導的獨立驗證與確認團隊、還有甲

方我可敬可愛的同仁，這一仗我們有了革命情感。 

十二、革命尚未成功 

 事情結束了嗎？還沒有。鑑於M3援例M2提供外部連結之態樣複雜，時任行政

院張資訊長善政於103年10月15日政府機關資通安全年度稽核時，建議本局要儘速

建立稽核委外承包商之機制，並加速訂定介接機關之管理規定。爰此，本局報奉交

通部於103年11月24日同意由本局成立稽核小組辦理M3各項實地稽核，交通部復於

104年5月5日訂定發布「各機關應用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及管理要點」期能確保

資訊安全及保護個人資料，故有關連結M3之程序補正現在才要開始。 

根據統計M3自103年7月7日實境測試至104年5月5日正式啟用前一天，本局37個

監理所站窗口交易總數約1,102萬筆，同期提供外部查詢服務約1億2,882萬筆（含多

元服務管道、外部機關介接、公路監理便民與加值服務等）約為監理窗口服務量之

11.68倍，為完備對「外部介接」及「加值服務」之監控機制，並配合行政院政策方

向，本局現正規劃監理資訊介接共構平台（M3+）（詳圖10），未來M3+若能順利奉

核建置，將可擴大資訊資源共享效益、提升政府整體行政效能、確保雲端資訊服務

水準、完備各項即時監控機制、確實掌握系統營運風險。所以，要走的路還很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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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專案辦公室前期組織架構 

 

圖 2  M3 三階段上線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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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 M2 與 M3 網路通阻即時監控手機畫面 

 

圖 4  資料移轉之驗證與釐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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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 系統測試三部曲 

 

圖 6  全國上線演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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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 實境測試之三級應變 

 

圖 8  資訊服務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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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  滿分才及格的 M3 專案 

 

圖 10  M3+監理資訊共構服務平台 


